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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怎麼做？ 

以《青谷專案》中陳菊的動態為例 

 

蘇慶軒 1 

 

摘要 

本文試圖透過《青谷專案》建立「監控」的概念，對政治檔案的內容

與產生過程進行討論與分析。監控可分為「監視」與「控制」兩面向，

前者包含檔案中的情報來源、情報內容、情報傳遞與情蒐模式，後者

則指涉情治機關對於情報的運用，用以影響被監視對象的行為與態度，

本文將討論「監視」制度的運作。從檔案內容可推知，情報來源將影

響情報內容的正確性，因此對情治機關而言，情報來源越接近被監視

對象越理想，不過越深入被監視對象的生活進行情蒐，驗證與運用情

報時線民越有可能曝光，對情治機關而言將得不償失。本文將以《青

谷專案》中的各類情報指出，被監視對象的人際關係皆為情治機關運

用的關鍵工具：人際關係不只可轉換成情治機關的情報網絡，也可成

為顛覆被監控者生活與交際的政治工具，用以影響與控制被監視者的

行為與態度。 

 

 

  

                                                      
1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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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控 

既有研究多關注情治機關之間職權的差異與分工，指出其制度與

功能，而甚少說明情治機關如何進行監視與運用情報。在政治檔案開

放使用後，這些檔案可從個人層次更為具體地補足監控工作的進行與

情報運用的過程。 

「監控」是指政府機關向特定群體或特定個人汲取（extract）資

訊，並依據所得之資訊，進一步影響與控制對象的言行。對威權統治

者而言，維繫統治地位的理想狀態，是全然掌握被統治者在所有時間

與地點的一言一行，一旦出現對統治者不忠的跡象，便立即予以懲罰。

然而，這種全面掌握被統治者言行的統治方式近乎不可能實現，因此

威權統治者必須將被統治者分類，依據其所屬的群體配置適當的人力

與資源進行監控。本文將監控分成「監視」與「控制」兩面向進行討

論，前者聚焦於政府機關如何汲取被監視對象的資訊，後者是政府機

關如何運用汲取的資訊，影響與控制被監對象的行為。 

一般而言，政府施行的監控工作可以分成兩類，分別為「保防」

與「偵防」。保防為「保密防諜」，是指政府機關將被統治者分類後，

在各類群體中進行的日常性監視，並配置一定的人力與資源，維持最

低限度的考核管制，而被監視者也知道監視工作正在進行，因此會警

惕言行，時時自我檢視是否維持對統治者與政府的政治忠誠。保防的

特點在監視範圍較為全面，但執行保防工作的單位對個體監視的程度

並不深入，僅汲取較易取得的資訊，如在公開場合的言談，或他人能

夠取得與閱讀的書寫內容等。如出版品與報章雜誌的檢審政策，政府

一方面審查媒體與出版社發表的言論，另一方面也能促使媒體人自我

審查。一般而言，一旦「保防」工作發現被監視對象具有反政府的傾

向，將啟動第二種監控工作「偵防」。某些特殊案例（例如政治受難

者或受難者家屬）則因其本人或家屬曾有反政府的紀錄，故而持續遭

受偵防。 

偵防是政府機關針對涉嫌反政府的人或團體，投注更多人力與資

源進行監控，密集且深入地瞭解其日常動向，除了公開而可偵知的言

行活動外，也包含私下談話、聚會、與他人往來的信函與電話、交友

狀況等，一旦偵知被監視對象可能對政府產生進一步的威脅，負責偵

防的單位就必須採取包含鎮壓在內的相應措施，壓制挑戰政府行為的

發生。由於偵防所需汲取的資訊包含被監視對象未公開的生活面向，

汲取難度較保防工作高，因此偵防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資源與科技的

應用，以便侵入被監視者的生活，如電話監聽、錄音錄影與筆跡鑑定

等，因此偵防工作成本相對高昂，否則無法達到深入掌控被監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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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動態的目的，故偵防工作只能針對特定對象進行，無法普遍實

施。 

綜上所述，威權統治者監視人民並不是因為對他們的生活感到好

奇，而是要讓他們感到恐懼與壓力，進而改變被監視者的行為與態度，

放棄任何反政府的活動。換言之，監視所得的情報，將用於影響與控

制被監視者言行，這也是保防與偵防的目的。 

本文所研究的《青谷專案》是針對陳菊而設立的偵防專案，從檔

案可知，從國安局以降的情治機關包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與

調查局在內，都設法深入以全面地監視陳菊的日常生活。本文將以《青

谷專案》為研究對象，說明情治機關如何對陳菊進行偵防。 

《青谷專案》是以陳菊為主要監控目標所做成的專卷，依其檔案

內容可分成兩個時期：檔案第一部分是陳菊從 1977 年年底至 1979 年

12 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的言行動態。陳菊因該事件被捕與判刑，

此後專案中便暫時無檔案產生。直到她獲釋後，情治機關才又開始對

她進行監控，因此檔案第二部分始於陳菊 1986 年 8 月申請出國，直

至 1993 年陳菊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動態為止。 

本文將以《青谷專案》第一部份的檔案為中心，說明美麗島事件

前情治機關的監視工作。選擇這部分的檔案內容進行研究，可深化探

究國民黨維繫威權統治的歷史脈絡──197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

受到重大的國內外壓力，1972 年政府先是失去聯合國代表權，繼之

受「黨外」政治異議勢力在 1975 年、1977 年兩次選舉的挑戰，1978
年美國又宣布與政府斷交，1979 年 1 月又爆發橋頭事件，國內外情

勢丕變，讓國民黨倍感壓力，最後為了維繫其威權統治，而在 1979
年 12 月對黨外進行鎮壓，是為「美麗島事件」。就此脈絡而言，《青

谷專案》第一部份的檔案雖然只有涵蓋 1978 至 1979 年的陳菊動態，

卻也能呈現國民黨維繫威權統治的企圖與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局的措

施，尤能釐清國家安全局以降的情治機關配合當局達成維繫威權統治

目的的運作方式。 

本文將歸納《青谷專案》檔案內容，先說明《青谷專案》中陳菊

的活動與政府的處置，接著分析與架構出情治機關的監控工作如何進

行，最後說明人際關係如何被轉化為威權統治的工具。 

 

 

二、《青谷專案》中陳菊的活動與政府的處置 



4 

《青谷專案》乃因陳菊擺脫警總的監控後，為了緝捕她而成立。2

驚動陳菊並讓她逃亡的起因是針對雷震而來。警總在 1978 年 5 月偵

知陳菊家中藏有雷震未出版的手稿，由於事涉雷震，因此情治機關經

6 月 14 日「自強會議」決議，決定以戶口臨檢的方式搜索台北市青

田街陳菊住處，並交由警總協調執行。3警政署檔案顯示，警總保安

處於 6 月 15 日召開「田雨專案」會議，會中對台北市警力分派任務，

劃定搜索陳菊住宅之分工，並將搜索行動定於 16 日進行。4 

6 月 16 日凌晨警總搜索陳菊在青田街的住宅，沒收包含雷震未

出版的手稿、國內外人士的通信與文稿等多項黨外文件。5不過搜索

結束後的當日上午，陳菊便擺脫警總的跟蹤，為了緝捕陳菊，警總成

立《青谷專案》，聯合其他情治機關緝捕。6同月 23 日晚，陳菊於彰

化縣埔心鄉羅厝天主教堂落網。7這次搜索緝捕過程不只讓情治機關

偵知陳菊在黨外的重要性，也發現這場行動產生連鎖效應：黨外人士

因陳菊在彰化被捕的危機感而更加強化彼此的連絡，而陳菊獲釋後不

僅重新加入黨外活動，並與黨外多次針對選舉更進一步進行組織性串

連。 

由於 1977 年中壢事件與 1979 年橋頭事件兩場群眾抗爭，促使政

府與黨外人士注意到群眾的力量，黨外人士甚至開始有組黨的想法與

行動。在政府國際處境日漸低落的情況下，黨外人士的活動日趨積極

而對威權統治產生威脅，最終在 1979 年 12 月被政府鎮壓，陳菊因「美

麗島事件」而入獄。此處將摘要《青谷專案》的內容，簡述檔案中「美

麗島事件」發生前陳菊與黨外的活動。 

陳菊逃亡後，政府逐漸從黨外人士的態度瞭解陳菊的重要性，為

了謹慎處理，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於 6 月 17 日、26 日與 30 日三度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主持跨黨政情機關的專案會議中，逐步確立處置陳

菊的方式：從一開始的公開審判轉而給予保釋，但同時要對陳菊進行

「爭取運用」、「作思想上之導正」，保釋後，也要持續對她進行考核

                                                      
2 《案名：特殊份子考管－陳菊案》，檔案號：0067_7529_4492_0001-0092，促轉會提供。 
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1=virtual001=0194、0214。 
4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案名：特殊分子考管-陳菊案》，檔案號：0067_7529_4492_0001-0042-0043，
促轉會藏。 
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1=virtual001=0194、198-201；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案名：特殊分子考管-陳菊案》，檔案號：0067_7529_4492_0001-0043，促

轉會藏。 
6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案名：特殊份子考管－陳菊案》，檔案號：0067_7529_4492_0001-0092，
促轉會提供。 
7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案名：特殊份子考管－陳菊案》，檔案號：0067_7529_4492_0001-0092，
促轉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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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制。8國安局「磐石小組」則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國民黨中央

主持的專案會議決定 7 月 7 日讓陳菊保釋而無其他對策，「後果將極

為惡劣」。9 

磐石小組的意見與陳菊被捕後的發展有關：陳菊被捕及接受警總

偵訊期間，黨外人士如人在美國的郭雨新、省議員林義雄、立委康寧

祥、外籍神父等多方求援，除引起美國政府與外國人權組織的關注外，

也準備在國內進行串連，預備抗爭。10該小組據此情勢做出判斷：「若

將陳轉予釋放，將使偏激份子輕視我情治單位之威信，而增強其依賴

外力，壓迫我政府對彼等反動行為不敢有所行動，今後彼等勢必益行

囂張，本年民意代表選舉時偏激份子之言行將趨偏激而難予遏止」。11 

因此，「磐石小組」最後提出甲乙兩案請蔣經國裁示：甲案建議

「保釋後由警總以聘僱方式，將陳菊安置於生教所，允其行動自由，

但在心理及行為上安為輔導制約」，不過此案法律基礎薄弱，可能遭

黨外人士抨擊；乙案建議「依法宣付三至六個月之感化，予以思想教

育以觀後效」，此案雖屬依法行政，但較缺彈性，因僅感化期間可限

制其自由，長期而言難以約束陳菊。12 

檔案中未見蔣經國挑選哪一案，但從日後的發展來看，對陳菊的

處置方式仍回到張寶樹所主持的專案會議結論。時任《中央日報》社

長的吳俊才 7 月 3 日起奉國民黨中央指示，對陳菊進行「思想上之導

正」，然而據國安局回報，陳菊雖然接受「開導」，但與吳俊才就「『台

獨』問題仍持異見」。13經過警總與吳俊才的「導正」，陳菊仍堅持至

7 月 6 日當天上午才鬆口同意出席下午的記者招待會，方由父母具保

後返家。14而記者會當天警總更出示陳菊所寫的文稿，指出她是如何

「被人利用、誤入歧途，及願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希望政府能予寬

恕、再為國效力」。15 

然而，對於陳菊在記者會上表示她將不再反對政府，社會各界多

表懷疑。7 月 8 日警總〈青谷專案每日狀況報告〉總結歸納黨外人士、

青年黨及民社黨人士、社會各界人士、家屬及新聞界等反應後，顯示

「大部分表示本案處置措施均甚允當」，「小部分則表示輕易開釋陳菊，

                                                      
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1=virtual001=0158-159；
卷 2，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2=virtual001=0087、0134。 
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2，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2=virtual001=0215。 
1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2，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2=virtual001=0215-0216。 
1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2，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2=virtual001=0215-0216。 
1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2，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2=virtual001=0130。 
1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2，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2=virtual001=0129。 
1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4，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4=virtual001=0077、0197。 
1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3，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3=virtual001=0281-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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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彼等不法份子氣焰更形囂張，對今後處理類似案件將更為困難，

但對政府處理本案之處境與苦衷表示諒解與支持。至於偏激人士則一

致認為陳菊是在國內外政府壓力下開釋，對她是否真誠悔悟懷疑，認

為本案並未了結」。16 

記者招待會結束後，陳菊並未立即獲釋，而是在警總的安排下，

至金門與台灣各地參觀戰地建設與重大公共建設，並「觀看越南淪亡

電視錄影」、「聆聽總政戰部王主任（按：王昇）駁斥『台獨』講話錄

音」，除了有意藉這些行程隔離陳菊與黨外人士外，這些安排也想激

起陳菊「反共復國」、｢愛國建國」等心理。177 月 24 日陳菊在接受警

總「政戰部副主任段少將（按：段家鋒）予以慰勉訓誡」後，由其父

陳阿土帶走。18儘管警總配合專案會議決議，積極進行開導轉化的安

排，但根據警總對於陳菊在參訪期間的評語顯示，透過這些活動安排

以影響陳菊思想的企圖並未實現：「陳女係一『自大』、『自狂』、『自

傲』、『自豪』及毫無親情的冷酷人物，對事物常做無情批判」、「陳女

自信係一領導者，不願受人支配，屬『潑婦』型女性，對人冷酷無情，

善於虛應偽裝，喜怒無常，自命不凡，及『不甘寂寞』的叛逆性慎重

之女性，如疏處不善，危害性更大」、「陳女思想中毒太深，似難短時

轉變，應作長期開導」。19 

陳菊獲釋後，一度受到黨外人士懷疑，擔憂陳菊可能提供足以傷

害黨外活動的資訊，並對陳菊在記者招待會的發言有所不滿。然而，

陳菊不斷與黨外人士見面並進行澄清──這些人至少包含康寧祥、江

春男、蘇東啟、蘇洪月嬌、李茂全（羅馬賓館經理）、郭時南（郭雨

新次子）、張德銘、林正杰、張富忠、邱長成、邱義仁、賀端蕃、張

俊宏、《台灣日報》記者吳哲朗、《中國時報》記者陳滿英、張春男、

林樂善、陳婉貞（按：同「陳婉真」，檔案中常交互使用）、林慧珍、

王伯仁、周滄淵、林義雄、蘇洪月嬌、何春木以及黃玉嬌等──而逐

漸重獲黨外人士的信任。20 

此外，陳菊從 8 月起便回到羅馬賓館華新貿易公司上班，表明她

堅決不變的立場，且絕不考慮警總任何工作上的安排。21為了慶祝陳

菊獲釋，康寧祥等人為她舉辦歡迎餐會，「為陳菊壓驚」：228 月 17 日

                                                      
1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3，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3=virtual001=0104。 
1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4，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4=virtual001=0088。 
1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4，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4=virtual001=0088。 
1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4，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4=virtual001=0104-0106。 
2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4，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4=virtual001=0077；卷 5，
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327、0347、0350-351。 
2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50、0286。 
2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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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祥、林正杰等人先在姚嘉文律師事務所集合，後轉往台北市公園

路「吉家日本料理店」地下室進行餐會。23與會者共計 28 人，包含

陳菊、田朝明、康寧祥、林義雄、康水木、許信良、張德銘、林正杰、

張富忠、陳婉真、艾琳達、吳乃德、邱義仁、魏廷朝、姚嘉文、田秋

堇、何展宗、賀端蕃、趙其倫等。24陳菊對於餐會的安排頗為感動，

還「曾表示這是卅年來黨外人士最大的盛會，意義重大」。25國安局

研判：這次集會目的是將北部地區黨外勢力跨世代地集結起來，以求

團結。26，調查局判斷，8 月 17 日晚間的「壓驚」餐會，已使康寧祥

等「形成無形之組織」。27 

陳菊在爭取黨外人士信任的同時，也接受警總的「晤談」，她甚

至主動與警總聯繫，要求雙方進行會晤。雙方可能在 8 月 2 日 28進行

第一次「晤談」，其後陸續於 8 月 7 日 29、8 月 21 日 30、9 月 11 日 31、

9 月 16 日 32、9 月 27 日 33各進行一次「晤談」，9 月 29 日 34當天則進

行兩次「晤談」。除了第一次警總與陳菊的接觸（8 月 2 日）在檔案

中未見紀錄外，警總對其他「晤談」皆有做成報告與分析，並呈送國

安局，而國安局彙整其他機關情資與綜合警總的報告內容後，也提出

國安局自己對陳菊的分析。雖然情治機關從陳菊「晤談」的內容中，

可以獲知黨外人士動向，但陳菊所提供的情資價值不高，內容也不盡

詳實，國安局甚至認為陳菊試圖周旋在情治機關與黨外之間，爭取黨

外的活動空間，並刺探政府對於黨外人士的態度與應對措施（詳見後

文的討論）。35顯然，政府無論是透過「思想上之導正」、安排參訪重

大國家建設，以及警總「晤談」等，皆無法阻止陳菊重新投入黨外的

工作。 

致力於選舉活動的黨外，在 10 月 6 日籌組「台灣黨外人士助選

團」，進行全台串連，陳菊也在選舉活動中協助多位黨外候選人競選。

對政府而言，參與黨外選舉活動的陳菊既無法予以說服運用，她與情

                                                      
2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09。 
2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01-0203。 
2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05。 
2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05。 
2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42。 
2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315。 
2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315。 
3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83。 
3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5。 
3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093。 
3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043。 
3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040、0041。 
35 如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3、
0179-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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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機關聯絡所透露的資訊也無法盡信，只能透過密切監控陳菊，讓她

感覺到壓力：11 月中旬陳菊「經常向黨外或外籍人士控訴被國民黨

『特務』日夜跟蹤，失去人身自由」，由於監控壓力的影響而使陳菊

情緒不穩，她還向美國使館政治組秘書「馬丁」（MARTIN G. EUGENE）
抱怨受監控之壓迫，「並託請不友好美籍神父秦化民設法安排出

境」。36在距離選舉投票剩不到一個月的 11 月 26 日，陳菊在黃信介、

施明德與蘇秋鎮的陪同下，於台北市民族西路（按：「台灣黨外人士

助選團」總部）召開國際記者會，澄清 7 月陳菊在警總記者招待會上

的發言，乃受警總逼迫的結果，且發言內容也不真實，她表示任 9 年

郭雨新的秘書，體會到台灣人民愛好民主自由，並反對「獨裁統制」，

她將繼續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37 

檔案中並未說明為何陳菊在此時大動作與情治機關決裂，我們只

能猜測陳菊可能試圖經由國際記者會與情治機關的關係劃清界線，一

方面反抗情治機關的監控壓力，另一方面在選戰中宣示反對政府的立

場。此一記者會的效果如何，只能等待選舉結果出爐才能得知。然而，

國民黨與黨外預期的台美關係變局，卻沒料到竟是在選前發生，1978
年 12 月 16 日台美宣布斷交，總統蔣經國發布緊急命令，宣布暫停中

央民代增補選。 

選舉暫停後，1979 年黨外勢力開始將部分活動往南移動，1 月爆

發的橋頭事件，讓國內外黨外人士關注余登發案的走向。384 月陳菊

將戶籍遷往高雄，顯然高雄將成為黨外的活動重心之一。394 月 22 日

黨外以陳菊與陳婉真慶生餐會為名，舉辦大型的聚會，聲援余登發、

許信良，並對當下的時事議題進行串連，這場餐會共有超過 170 人參

加。40儘管參與者眾，但由於黨外人士在去年選舉活動中已出現歧見

而無法整合，故與會人士對彼此仍有意見。41陳菊在黨外無法整合的

情況下備感挫折，因而申請出國「觀光」，並獲警總同意。42情治機

關研判，讓陳菊出國不只可以讓陳菊與國內異議勢力有所隔離，若經

蒐證掌握陳菊在國外串連海外異議份子而有「不法」行為，也可禁止

她返國，故同意讓她出境。43陳菊 6 月中旬出國，先到日本後轉往美

國，「觀光」期間不只與海外異議份子往來，也持續與國內黨外人士

                                                      
3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272。 
3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276-0277。 
3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229、
0218-0226。 
3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176。 
4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061、0069。 
4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020-0022。 
4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149、0327。 
4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337-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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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至 9 月在陳菊返國前，情治機關認為她「藉由出國遊歷為掩護，

已與國際陰謀組織勾結完成」，如任「東亞人權協會」理事（按：檔

案中載為「董事」），陳菊將藉國際組織之支持而強化她在國內的活

動。44 

10 月初陳菊返國後，隨即投入「美麗島雜誌社」工作，並在高

雄服務處擔任主任。45陳菊至高雄服務處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在

南部發展黨外組織，如爭取與瞭解青年、婦女等對象，也為接下來可

能重新舉辦的中央民代選舉做準備，陳菊可能以候選人身分投入競

選。46除了在南部工作外，陳菊也持續與黨外多份雜誌如《春風》、《八

十年代》等的編輯以及大學生往來，讓警總對於她與張富忠爭取青年

世代支持之舉有所警戒。47一份情資顯示陳菊對台灣民情的觀察，她

認為台灣民眾對政治相當好奇，這種好奇心若能發揮，可以轉變為「促

成民主政治實現的龐大力量」，「所以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甚有希

望」。48 

11 月底，作為「世界人權委員會董事」的陳菊透露，因 12 月 10
日為「國際人權節」，故「世界人權委員會」欲在高雄市三鳳宮舉辦

「人權大會」，目前已由高雄市服務處向高雄市警局申請集會中，陳

菊將於 29 日至台北商議活動事宜。49除了「人權大會」外，陳菊也

和黨外人士商議，12 月份要在高雄市體育場舉辦「民謠歌唱會」，演

唱台灣民謠與台語流行歌曲，如不獲准舉辦，將在街頭演唱，但地點

尚未確定。50 

就在黨外緊鑼密鼓造勢之際，12 月 9 日警總宣布 12 月 10 日進

行「冬防」，故不准集會與演講，顯然是針對「人權大會」而來。51與

此同時，黨外人士從 7 日開始均被兩輛車跟監，情勢每況愈下。5212
月 10 日黨外活動如期舉行，但因軍警鎮壓而導致警民衝突，爆發「美

麗島事件」。翌日，在警總的住持下，情治機關進行「美麗島大逮捕」，

陳菊在當日被捕。陳菊被捕後，《青谷專案》有關陳菊的動態就暫停

下來，直到陳菊出獄後的 1986 年，她才因情治機關恢復監控工作而

                                                      
4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210-0211。 
4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68。 
4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57、
0177-0179。 
4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54。 
4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67。 
4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66。 
5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52。 
5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38。 
5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138、
0135-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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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出現在檔案中。 

 

三、監視怎麼做？「來源可靠性」與「內容正確性」 

本文所探索的《青谷專案》為國安局所藏檔案，檔案內容的偵防

工作是以國安局與警總為中心進行，調查局、警政署（或台灣省警務

處）與國民黨等也會將陳菊的狀況通報國安局，因此《青谷專案》包

含這些機關與政黨通報情報時所產生的檔案。透過這些檔案，可以瞭

解情報來源與情蒐工作的內容。 

《青谷專案》檔案中，各情治機關通報的情報，都有一欄「鑑定」

的欄位，用以評估情報「來源可靠性」與「內容正確性」。53「來源

可靠性」以「甲」、「乙」、「丙」等進行分級，而「內容正確性」則以

「一」、「二」、「三」等分級。從檔案內容來看，情報的「來源可靠性」

高度地影響情報的「內容正確性」。不過，在解讀檔案的過程中，可

以推測另外一個影響情報內容的變數為「情報傳遞」，也就是說情報

內容如何在傳遞過程中不失真。當一項資訊被轉手越多次，該項資訊

就越脫離產生資訊的脈絡，因此情報的傳遞過程理應盡可能簡短。然

而，有時原始資訊過於複雜，需要情治機關綜合整理後再進行通報，

那麼綜合整理情資也是情報傳遞過程中影響「內容正確性」的變數。

不過由於此次聚焦解讀國安局的《青谷專案》，因此無法評估情報傳

遞的影響，僅能在以下的討論過程中略為說明情報傳遞的過程。 

《青谷專案》中情治機關的情報來源，可概略分成「人」與「物

件」兩類。除了「人」與「物件」外，情治機關也可以直接約談被監

控對象本人，索取情資。 

以「人」作為情報來源，較為常見的是線民佈建與運用，這些線

民可能與情治機關建立組織性的關係，隸屬並聽從情治機關的指示，

但雙方也可能並無確切的組織關係，線民僅是受情治機關約談或「諮

詢」的對象，其受制於約談的強制性而自願或非自願地提供情資。就

線民的情蒐工作而言，也可分為兩個層次：「直接情蒐」指線民與被

控監視對象的關係非常親近，可經由與被監視對象的互動而獲取情資，

這類線民對於情治機關來說非常珍貴，不只可以提供情資，還可協助

情治機關試探、遊說或打擊被監視對象；「間接情蒐」是指線民經由

他人而得知被監視對象的情資，包含與被監視對象友好的人士、政治

異議勢力內部的傳言等，這類間接獲取的情資準確性雖然較不穩定，

                                                      
53 如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1=virtual001=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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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可反映出政治異議勢力內部的一致性或矛盾性（如人際關係之

間的和解或矛盾）。總而言之，只要情報來自於「人」，大體而言都需

要運用被監視者的人際關係，因此對於情治機關而言，其工作目標是

盡可能將被監視者的人際關係轉換成為情治機關的情報網路。 

就「物件」而言，情治機關可以從信件、電話、電報、文稿、海

外報章雜誌或書籍等，得到被監視對象的情資，這類情報來源需要情

治機關進行監聽、剪報、書信攔檢，或由線民偷取文稿書籍而達成。

不過這些「物件」無法直接提供情資，必須經過情治機關進一步解讀

或摘要內容才行，因此解讀或摘要的工作會影響「情報內容正確性」。 

此外，就「人」與「物件」兩類情報來源進行比較的話，線民提

供的情資往往較為豐富，可以提供被監視者的人際關係、情緒與好惡。

舉例而言，1978 年 8 月 17 日黨外人士為陳菊保釋後「壓驚」的這場

餐會，便受多個情治機關監視，從餐會規劃、目的、餐會地點、餐會

時間、餐會過程、與會人士名單等皆被記錄下來，國安局至少收到情

報單位「計萬成」（化名）54、情報單位「清源」（化名）55、警總特

種調查室 56、警總保安處 57、調查局 58等多個單位的情報。這些機關

通報的情報內容，皆詳述餐會過程，除了與會人士對於時事的看法外，

其他如席間黨外人士為陳菊獻花，分食紅蛋與蛋糕，並齊唱「雨夜花」

與「綠島小夜曲」等細節，都被記錄在內，被情報單位「計萬成」形

容為「場面壯觀」，59警總特種調查室則指黨外「咸認此種場面，不

僅是真情的流露，更是感情的結合」。60亦即，國安局可以透過這些

情報分析出陳菊的人際關係、黨外人士之間的緊密程度、餐會中發言

者對於當下時事的態度等。 

然而，經由線民聽聞或蒐集被監視者的情報，其可信度有時並不

穩定，即使其所提供的情報頗具價值，卻未必正確，因而需要其他情

報來源進行求證。舉例而言，1979 年 6 月陳菊出國觀光，7 月調查局

從某黨外流言聽聞陳菊之所以赴美，是已懷有身孕而欲在美國生產，

故將這份可釐清陳菊出國原因的情報通報國安局。61但經國安局駐美

組（名「田振業」）清查後，否定調查局關於陳菊有孕的情資。62亦

                                                      
5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09-0226。 
5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26-0229。 
5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30-0231。 
5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32-0234。 
5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42-0245。 
5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09。 
6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231。 
6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249。 
6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244-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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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若情資取自非被監視者本人或親近的人士，國安局會對其準確性

有所警覺，而另外進行查證。 

對於情治機關而言，確保情報準確性需要兩個條件：越深入被監

控者的生活汲取資訊，亦或是得到越多情報來源比對情資。然而無論

要達到哪種條件，都有相應的困境需要處理。就前者而言，越深入與

貼近被監控者生活而取得的情資，雖然能夠取得被監控者真實的想法

與未來的規劃，但其困境在於情報來源可能相對單一，另循管道驗證

情資相形困難，驗證或運用情報時也須小心謹慎，以免曝光線民身分，

故有時會看到情治機關在報告上註明：「上級處理本情時，請注意來

源及內容保密，俾免暴露『內線』」；63另一方面，多元情報來源的困

境在於情報價值可能不高，因為情治機關能夠獲有多個情報來源進行

比對，就表示被監控者暴露在較易受到監控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下，

被監控者不太可能透露重要的資訊。 

除了情報來源會影響情報準確性外，情報傳遞的過程也須確保情

資不失真。從各情治機關情報報告的結構可以瞭解情報傳遞的過程，

各機關情報傳遞過程大同小異：其起點為線民提供情資，再經由情治

人員接收後轉報其所屬機關，該情治機關再將情資彙整後做成報告，

橫向通報其他情治機關，或向上通報國家安全局。換言之，國安局從

其他情治機關所獲得的報告，已是多次處理後的情報（見圖 1）。不

過由於國安局可以比對多個情治機關的情資，且《青谷專案》檔案亦

顯示國安局保有直屬自己的情報管道，因此降低了情報傳遞對於情報

準確性的影響（《青谷專案中》國安局所得的情報及其結構圖，請見

圖 2）。然而，究竟情報有無在傳遞過程中失真，需要進一步比對多

個情治機關的情蒐結果才能得知。綜上所述，雖然線民提供的情資細

節較為豐富，但有時不如書信、電報內容或電話監聽等物件般，可直

接提供被監控者明確的對話或文字紀錄。且若以「物件」作為情報來

源，則情報傳遞的過程相對簡單，往往是將該物件與物件所載的情報

內容轉達即可，如將監聽電話所得內容、或翻譯的電報等做成報告後

通報，若為攔檢信件，則情治機關在通報情報時會附上信件複印本。 

圖 1 《青谷專案》中的情報傳遞過程 

 

                                                      
6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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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2 《青谷專案》國安局所獲情報的來源與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8，檔案號：

0067=W2E0817CC=1=0001-008，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供。 

 

以「物件」作為情報來源，至少包含信件、電話、電報、文稿、

海外報章雜誌或書籍等，這些被監視者持有或書寫的物件本身透露了

許多線索，讓情治機關瞭解內情或循線進一步追查。如 1978 年 6 月

警總從陳菊家中搜獲她與郭雨新往返的信件與文稿，國安局特別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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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 4 月 2 日致函郭雨新的信件，以及郭雨新 4 月 24 日的回信進行

分析，從中瞭解黨外活動中的「交通聯絡」、「財務狀況」、「核心人物」、

「陳女心態」以及「活動方式」，並研擬相應的策略打擊黨外活動。64

雖然「物件」所載的內容為直接獲取的第一手情資，但也需將該物件

產生的脈絡納入考量，或援引旁證進行解讀，才能正確掌握其所透露

的情資，否則可能會產生誤解。 

舉例而言，陳菊在 1979 年 6 月出國觀光後，情治機關倚重警總

電監處攔檢陳菊與國內外人士往返的信件，以此瞭解陳菊的動向。9
月時情治機關偵知陳菊已開始準備返國，但始終無法知道確切的返國

日期。9 月 13 日警總電監處（化名「劉慎堅」）發函給國安局（可能

為第三處，化名「石固華」），表示攔檢一封自美國寄給台北市長安東

路陳菊的信函（9 月 6 日後寄），內容以「Dear 菊：終於回到家了，

是否比未出國前還更感到“家”的重要？」做開頭，接著對雙方的往來

敘舊，在信函結尾告以陳菊若有需要從美國代買物品，可來信告知。65

警總電監處依此信內容發函通知國安局，表示該信「顯示陳女業已返

國，請參攷」。66然而，國安局另洽請警總保安處查證，得知陳菊尚

未返國，國安局另請駐美組查證陳菊是否離美返台。67駐美組的查證

在檔案中雖無下文，但陳菊其實於 10 月初才返台，故警總電監處向

國安局通報的情資並不正確。但這不表示電監處對於信函的解讀全然

錯誤，因為單就信函內容而言，寄信人可能誤以為陳菊已經返國，或

希望陳菊返國後可以收信而撰寫信函。此例說明，即使「物件」可提

供情治機關明確的記錄或動向，但從中汲取的資訊有時仍需查核，否

則將產生誤解。 

除了透過「人」或「物件」取得被監控者情資外，情治機關另一

個情蒐方式，是直接與被監視對象接觸，瞭解被監視對象的想法，甚

至據此評估如何將被監視對象轉化成為協力者（線民），協助情治機

關監控其他對象。就此而言，陳菊本人即是最佳的情報來源，但前提

是陳菊願意配合情治機關。然而弔詭的是，若陳菊是個願意與情治機

關合作的人，那麼她頂多成為一個情治機關理想的協力者，用以協助

情治機關監控其他對象，她本人就不再具有那麼高的情報價值。反之，

若被監視對象對政府反感，勢必得不到被監視對象的配合，特別是陳

菊這類信念堅定且具有領導與串聯能力的異議人士。國安局檔案顯示，

警總多次與陳菊「晤談」，並試圖將陳菊轉化成為可以「運用」的對

                                                      
6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6，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6=virtual001=0294-0312。 
6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229-0231。 
6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229。 
6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7，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7=virtual00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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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68這些「晤談」是警總對陳菊獲保釋後的考核工作之一，但後來

的發展卻不見有任何考核與約束陳菊的效果。 

從歷次的「晤談」紀錄來看，陳菊皆有透露黨外活動、黨外人士

的言行態度以及選舉準備等，例如陳婉真與張德銘決定投入 1978 年

年底中央民代選舉、黨外與呂秀蓮的往來、林正杰的動向等。69這些

情報雖然有助於情治機關分析陳菊的人際關係，但情治機關卻對陳菊

不甚信任，懷疑陳菊試圖刺探政府對黨外人士的態度，爭取黨外言論

與活動的空間。陳菊甚至主動約警總人員見面，澄清黨外的活動。如

8 月 21 日陳菊要求與警總會晤，除了談論黨外動態外，一方面抱怨

她近日壓力過大、情緒不穩，另一方面提出「希望政府准我辦一份雜

誌才能充分表『自由民主』之聲」。70國安局接獲警總報告後，綜合

其他情資研判，黨外正在積極籌辦雜誌對外發聲，故陳菊此次主動聯

繫警總，雖然透露黨外人士動向，但其實意在要求政府准許黨外辦雜

誌，並以此試探政府態度。71國安局總結「陳女對警總提供之口述資

料並不具體，抱著敷衍態度」，故請警總對陳菊加強聯繫與考核。72 

9 月 11 日陳菊又主動要求與警總會晤，並向警總設定會晤主題

為「談選舉」。73陳菊向警總抱怨政府干擾選舉，如投入競選的陳婉

真受警察查戶口騷擾，而陳婉真之所以投入選舉，乃是國民黨壓迫《中

國時報》解雇陳婉真所致，政府應瞭解陳婉真投入選舉是在反彈壓

迫。74陳菊也指出姚嘉文近日遭輔仁大學解聘，也是國民黨知青黨部

施壓的結果。75警總研判，陳菊在選舉前主動約晤，意在瞭解警總對

選舉的因應措施，並據此為黨外競選活動預作準備。76國安局獲得警

總報告並綜合其他情資後，認為陳菊雖然主動向警總說明黨外選舉動

態，但亦曾向他人表示要假裝「愛國」，用以降低情治機關的警戒，

故對陳菊作成評價，認為「此種兩面人之作法，我情治人員務須提高

警覺」。77 

警總後來對陳菊進行一次試探，欲瞭解陳菊能否提供情資，然而

                                                      
6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315、 0183、
0105、0093、0043、0040、0041。 
6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317-0323、
0183、0093。 
7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83。 
71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79-0181。 
72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79-0181。 
73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5。 
74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5-0106。 
75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5-0106。 
76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7-0108。 
77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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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不如預期。情治機關偵知黨外將在 9 月 29 日晚於石門水庫聚

餐，故警總在當日中午約陳菊晤談，探詢當晚餐會的主題，而陳菊表

示這次餐會屬聯誼性質，並不會實質討論時事議題。78餐會結束後的

30 日凌晨，警總約談陳菊瞭解餐會情形，陳菊向警總說明與會人士

名單、會中發言人與發言內容等，警總認為「陳女所提供資料，雖欠

詳盡完整，但與本處秘密錄音資料參證尚屬坦承真實」。79國安局對

此註記：「陳女亦知道我情治單位對彼等黨外餐會有所佈建，情況立

會瞭解，不敢欺瞞」。80如同前述，此類從較易監控環境而取得的情

資，雖然可以獲取多個情報來源（包含錄音），但其價值也就不高，

因為即使陳菊對於餐會內容與過程不做任何表示，情治機關也能有所

掌握。當然也不排除陳菊可能知道這是試探，而並未對警總有所隱瞞。

然而，此後檔案中就未見警總與陳菊的晤談紀錄。從歷次警總的晤談

紀錄、分析與國安局的判斷等可知，陳菊並不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

不只無法確實瞭解陳菊本人的想法與態度，也難以讓陳菊提供詳實的

黨外情資。 

《青谷專案》檔案顯示，「人」、「物件」、與「被監視對象本人」

都可作為情報來源。由於「來源可靠性」高度影響「內容正確性」，

可以預期情報來源越接近被監視者，其所提供的內容正確性就越高，

如何深入被監視者的生活，將成為情治機關佈建工作的重點。 

 

四、討論與結論 

本文試圖釐清《青谷專案》中的情報工作究竟是如何施行。首先，

情報的「來源可靠性」將影響「內容正確性」，且無論情報來源是「人」

還是「物件」，均需按情報產生的脈絡進行解讀，以免出現偏誤。然

而，情治機關進行情蒐時，會遇到難以平衡的困境：深入被監視對象

的生活雖然可以汲取較為重要的資訊，但將因情報來源數量稀少而難

以對這些情資進行多方驗證；反之，若可獲得眾多情報來源進行交叉

比對，則這些情資可能取自較易監控的場所或公開的活動，被監視對

象對情蒐工作也會有所警覺，使情治機關難以取得重要情資。 

其次是人際關係的運用。人際關係可說是情治機關監視的關鍵工

具。對於陳菊的監視，有賴於她在黨外的人際關係，一方面用於疏導

與軟化陳菊與黨外的激進活動或思想，甚至試圖攏絡與轉化陳菊，使

之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而與情治機關合作，另一方面也用恫嚇陳
                                                      
78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040。 
79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041。 
80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5，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5=virtual001=0034。 



17 

菊之意。換言之，人際關係不只可轉換成情治機關的情報網絡，也可

成為顛覆被監控者生活與交際的政治工具，用以影響與控制被監視者

的行為與態度。 

最後是情報的運用，由於情報運用的具體執行過程，不見得全部

收入《青谷專案》中，這或許與國安局的職權有關。從情報傳遞的過

程來看，國安局的地位在其他情治機關之上，負責彙整各機關情報，

並轉報總統等黨政高層。情報運用多交由警總執行，未來若要瞭解情

報運用的具體執行過程，將需再比對這些執行工作的機關所藏之檔

案。 

 

參考資料 

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8，檔案號：

0067=W2E0817CC=1=0001-008，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供。 

警政署檔案，《案名：特殊份子考管－陳菊案》，檔案號：

0067_7529_4492，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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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情治機關情報報告架構 

機

關 
處理情報的單位 情報報告名稱及報告時間 情報內容的主要項目 情報來源的主要項目 

情報提供 情報接收與報告 鑑定 
國

家

安

全

局 

計萬成（化名） 
李博愛（化名） 
（直接通報國安局，隸

屬機關不明） 

《情報》（無封面） 
（發文）時間 

摘要 
內容 
線民 
情蒐手法 

原報人 
時間 
地點 
蒐集方法 

 來源可靠性 
內容正確性 

清源（化名）（直接通

報國安局，隸屬機關不

明） 

無題旨（機關內部簽文） 
（發文）時間 

（簽文內容陳述被監視

對象言行動向） 
   

台

灣

警

備

總

司

令

部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特

種調查室編印 
 

封面：《情報要報》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特種調查

室情報報告（通報）〉 
（發文）時間 

摘由 
內容 
線民 
情蒐手法 

原報者 
地點 

日期 
蒐集方法 

轉報者 
地點 

日期 
傳遞方法 

來源可靠性 
內容正確性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

安處編印 
 

封面：《情報報告》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情報報告

（通報）〉 
（發文）時間 

摘由 
內容 
線民 
情蒐手法 

原報者 
地點 
日期 
蒐集方法 

轉報者 
地點 
日期 
傳遞方法 

來源可靠性 
內容正確性 

調

查

局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情報報告

（通報）》（無封面） 
（發文）時間 

摘要 
內容 
 

原報者 
地點 
原報日期 
蒐集方法 

轉報者 
地點 
轉報日期 
傳遞方法 

來源可靠性 
內容正確性 

警 魯新猷（化名） 《政情》（無封面） 摘要 情報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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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署 
發文時間 情報內容 （哪些縣市

政府單位查

報） 
不

明 
傅華嵩（化名） 《社會情報報告》（無封面） 

（無發文時間） 
標題 
內容 

原報人 
時間 
地點 
蒐集方法 

 來源可靠性 
內容正確性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8，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1-008。 

 

附件 2 電話與電報之情報報告架構 

機

關 
情報來源 處理情報的單位 情報報告名稱 情報內容 鑑定 

國

家

安

全

局 

電報 國家安全局科學

研究室 
《科學情報》（無封面） 
（發文）時間 

提要 
發報地 
發報人 
收報地 
收報人 
原電發報當地時間、原電發報台北時間 
本室收到時間：資料時間、資料來源 

來源可靠性 
內容正確性 

台

灣

警

備

總

電報 台灣警備總司令

部電監處 
封面：《雲霓資料》 
時間 

摘要 
發報人 
收報人 
資料時間 
情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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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令

部 

（國際）電話 台灣警備總司令

部電監處 
封面：《彩虹資料》 
時間 

摘要 
甲方：姓名、住址、電話號碼、語言 
乙方：姓名、住址、電話號碼、語言 
蒐集時間 
呈送時間 
情報內容 

初鑑 
複鑑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國安局檔案，《青谷專案》，卷 1-8，檔案號：0067=W2E0817CC=1=0001-008。 

 


